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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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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指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
典故出自战国末期的宋国人庄周在他的著作
《庄子·逍遥游》中讲的一个故事。

《逍遥游》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称为庄
子的代表作。其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
这是庄子的人生观。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
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
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本
篇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
了“小”与“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无论
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
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
列子（道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先秦天下十
豪之一，著名的道学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教育家），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从而引
出并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的道理。最后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
用”之辩，说明不为世所用才能“逍遥”。字里
行间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庄子想的“逍遥
游”是“无所待”，即“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
辨，以游于无穷”的“神人”。“神人”不受任何
时空的限制，也不凭借任何外力而自由自在

地在自然和社会中畅游。而做到不依靠外物
的根本又是“无己”，无所作为，即对他人无
用，才能保全自己，消除物我对立，在“无何有
之乡”获得绝对自由，达到“逍遥”的境界。这
种哲学和人生观带有唯心的、虚幻的色彩。

《庄子·逍遥游》中惠子与庄子的“有用”
“无用”之辩是：“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
人谓之樗（chū：即臭椿树，虽然是一种高大的
落叶乔木，但木质粗劣不可用）。其大本拥肿
（树干粗大臃肿）而不中绳墨（绳墨即木工用
以求直的墨线），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即
圆规和角尺），立之涂（通作“途”，道路），匠人
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
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狸：野猫。狌：黄鼠
狼）？卑（低）身而伏，以候敖（通“遨”，遨游）
者；东西跳梁（跳踉，跳跃、窜越的意思），不辟
（避开）高下；中于机辟（捕兽的机关陷阱），死

于罔罟（罔：网。罟：网的总称）。今夫斄牛
（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
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
无何有之乡（指什么也没有生长的地方），广
莫（广大）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无为：无所
事事），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夭：夭
折。斤：伐木之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

这一故事说的是：惠子对庄子说：“我有
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它的树干却疙里
疙瘩，不符合绳墨取直的要求，它的树枝弯弯
扭扭，也不适应圆规和角尺取材的需要。虽
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它。现今
你的言谈，大而无用，大家都会鄙弃它的。”庄
子说：“先生你没看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低
着身子匍匐于地，等待那些出洞觅食或游乐
的小动物。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跳来跳去，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上下蹿越，不曾想到落
入猎人设下的机关，死于猎网之中。再有那
斄牛，庞大的身体就像天边的云；它的本事可
大了，不过不能捕捉老鼠。如今你有这么大
一棵树，却担忧它没有什么用处，怎么不把它
移栽到什么也没有生长的地方，移栽在无边
无际的旷野里？让人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
旁，优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大树不会遭到刀
斧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虽然
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可是哪里又会有什么困
苦呢？”

“惠子”即惠施，宋国人，庄子的同乡和同
窗好友，做过梁惠王的相；本是先秦名家代
表，是庄子不少著作中的人物。但许多篇章
中所写的惠施与庄子的故事，多为寓言性质，
并不真正反映惠施的思想。

由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其大本拥肿而
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后来就
有了“中规中矩”这一成语。

例句：所以，一个考生如果不想放弃升学
深造这条路，不想给自己添不必要的麻烦，高
考作文就必须中规中矩，让阅卷老师都能认
同，至少不能使人产生歧义。 （59）

1938年5月，日军占领永城和夏邑县城，并将其作为
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日军同时扶持伪政权，建
立伪县署和“良民区”署及保甲制度。但在我军开辟抗日
根据地的过程中，日伪基层政权大多被摧毁，日伪县政权
的控制范围仅仅限于县城和少数沿路据点。

新四军第四师东撤后，日伪势力又卷土重来。随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
方针，推出“治安强化”运动，在县城加强宪兵队，大搞特
务活动。1941年年初，在商丘成立的汉奸组织“乐园部
队”和1941年下半年在商丘成立的“乐园部队”的外围组
织“和猛工作队”，其触角也伸到永夏地区，在县、区设指
挥部，镇设大队，保设中队，甲设小队，配合日寇搞所谓

“治安强化”，监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
永城，荒谷宗（日军中士军曹）、满菌（日军下士伍长）先后
为宪兵队队长，组织一帮便衣特务恣意逮捕杀害共产党
革命干部。

日本侵略者还同时加强伪政权机构，增设和扩大据
点。他们把伪县署改为县政府，把知事改为县长，成立伪
警备队、伪自卫队，伪“剿共队”等名目繁多的伪化武装。
一个个垮台的伪良民区署也恢复起来，1941年以后随着

“耿吴刘叛变”反水的区乡政权，也投入日伪怀抱，成为伪
化政权。一些当地土顽公开打出了日伪的旗号，永城的
窦殿臣、窦传杰，原刘子仁部的李杰士、王建功，夏邑的祁
炎勋、蒋心纯等，当上了汉奸，在永夏地区推行日寇的“三
光”政策，制造白色恐怖。

修建据点和被称为“乌龟壳”的碉堡，是日伪政权加
强对人民控制和镇压的重要手段。据统计，1941年日伪
在永城就增设了8个据点，1942年和1943年日伪又新设

和扩建了尹庄、李庄、李后寨、酂城、龙岗、王集、裴桥、酂
桥集、马桥、浑河集、秦破楼、小胡庄、薛湖等 13处据点，
可谓据点林立。

日伪的魔爪还伸向了农村乡镇。他们建立起以县城
为中心的据点网络，在据点内打寨墙，挖寨壕，修碉堡，给
人民群众带来繁重的劳役。他们要人民群众给据点筹
款、送粮，以据点为基地，四处烧杀抢掠，对人民实行残酷
的盘剥和法西斯统治。这些日伪据点像钉子一样钉在永
夏大地上，也钉在了永夏人民的身上，给人民带来无穷的
灾难。

叛徒刘子仁投降以后，不仅充任国民党苏鲁豫皖边
区游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而且兼任国民
党永城县县长。他不仅不思抗日，而且与日伪配合，共同
残害永夏人民，在永城县北和县南设立办事处，到处捕杀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1943年冬的一个月里，刘子仁
就以新四军、八路军“探子”的罪名活埋革命群众 30多
人。当时群众中所流传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
况：“耿（蕴斋）不打，吴（信容）不战，围着僖山团团转，今
天三里多，明天二里半，要公粮，吃派饭。刘子仁，更扯
淡，设岗建卡抓‘探子’，抢走俺的血汗钱。”而到了 1944
年，刘子仁公开投入日伪的怀抱。

在日伪顽杂的残酷统治下，永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
的生活。当年《路西通讯》载文叙述道：在路西人民“上
半天是伪军催粮、催工；下半天是顽军催粮，要钱；晚上
是土匪的世界，到处拉牲口，抢粮食，无法无天”。“一位
老妈妈夜间烧香祷告着：‘新四军快来打鬼子汉奸，打杂
八队。’”永夏人民就这样忍耐着、期盼着，同时也在顽强
地斗争着。

在 3年的地下斗争中，永夏地区的共产党员经历
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他们以各种职业作掩护，开
展地下活动，像刘笑萍倒卖过鸡蛋，织卖过袜子，做过
会计，开过书店；利用各种关系，如亲属关系、相邻关
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甚至是旧社会的一些封建关
系，都被用来保护、营救革命同志；利用“灰色”关系，
开展地下斗争，像刘笑萍在沈庄坚持斗争的一年多时
间中，与伪保长毛永顺等地方的“头面”人物拉上关
系，认“干亲”，借此掩护自己开展地下工作；打入敌人
内部，以“合法身份”开展斗争，如地下党员洪睦显和
刘钦元通过与反动绅士蒋芳岑之子蒋士勋结为把兄
弟，借此打入邝庄情报站。1943年秋，洪睦显、刘钦元
在邝庄情报站获得一份国民党抓捕密令，迅速将消息
转达永城中心县委，帮助40多名党员安全转移。

尽管想尽办法开展地下工作，但地下党员依然面
临着巨大的危险。刘笑萍的“住址三迁”就是这段地
下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 6月初，刘笑萍与陈静、徐月英等假扮家
人进入永城，住在洪楼地下党员赵宗瑞家中。20多天
后，当地维持会盯上了刘笑萍“一家人”，他们不得不
先后搬迁到孙楼、县城大隅首南边的李屯大院居住。
1942年春，刘笑萍在县城遇到叛徒张书亭，遭到搜捕，
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到永南农村。1943年，刘笑萍受到
刘子仁活动的威胁，不得不第三次搬家，住进了县城
东关李殿臣院内，临近日伪东关警察所，直至 1944年
8月被捕入狱。

地下生活时刻面临着危险，尤其那些打入敌人内
部的党员，稍有不慎，就有牺牲的危险。原永城二区
苗村乡乡长李广宗等 4人，在计划打入刘子仁部时不
慎被敌人发觉而惨遭杀害。但是，地下党员们不怕困
难，不怕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
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战斗在敌后，刺
探敌人情报，领导群众抗捐抗税，策动伪军起义，给永
夏敌占区的人民带来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希望，并在以
后路西根据地的收复中贡献了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1941年6月，边区党委机关随四师主力东撤后，撤销
了泽东地委，成立了路西地委，下辖永城、萧县、宿西、涡
阳 4个秘密县委和亳县工委、宿怀蒙工委及夏邑区支
部。同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撤销了路西地委，
在11月建立了宿东地委，继续领导这一地区的斗争。

路西地委建立后，即着手建立各县地下党组织。
1941年 6月 9日，刘笑萍、丁明道、杨伯勋组成了中共永
城地下县委，刘笑萍任书记，丁明道任组织部长，杨伯勋
任宣传部长。永城地下县委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失散人
员，整顿发展党组织，搜集敌伪情报，坚持地下斗争，为恢
复路西根据地积蓄力量。

为了便于掩护身份，刘笑萍与革命同志假扮一家人，
潜回永城以做小生意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到 1941年 7
月，永城地下党委建立了邝庄地下党支部；8月中旬，召
开了第一次地下县委工作会议，研究和具体分工恢复地
下区委，以及确定县委地下秘密联络点的问题。会后，刘
笑萍向地委汇报初期工作开展的情况。路西地委书记谢
邦治、副书记何启光等人听取了汇报，并指示他们：继续
做好恢复建立区委的工作，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筹建支部，
不可勉强；要严格地下工作纪律，避免发生横的联系；工
作重心是稳定党员情绪，做好长期地下斗争的思想准备，

“灰色”下去就是胜利。

永城地下县委遵照路西地委的指示精神，分头到
各区联络散失的党员，并对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进行
严格审查，先后建立了黄口、龙岗等 6个区委。同时
与夏邑东部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取得了联系。

在 1942年 8月，宿东地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
撤销永城地下县委，建立永城中心县委，并对领导班
子作了调整：书记丁明道，组织部长刘笑萍，宣传部长
杨伯勋。县委下辖原永城的6个区委，宿西划归的两
个区委和亳北一个区委（未联系上），以及夏邑二、三
区的3个支部，共有党员200多名。

永城中心县委在其后的两年中一直领导永夏地
区的人民坚持地下斗争，直到1944年9月豫皖苏抗日
根据地恢复后才结束工作。

永夏地下党的艰苦斗争
随着四师主力和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机关的东撤，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

区外，均陷入敌手，永夏抗日中心区变成了敌占区，日伪顽杂合流，开始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报
复。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永夏大地之上，永夏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艰难时期。留下来坚持斗
争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一起，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斗争，直到1944年7月四师重返路西，收复豫皖
苏边区，商丘人民在困境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抗争才告一段落。

敌占区的恐怖统治

艰苦的地下斗争

充满危险的地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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